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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话有艺术》

前言

　　人生在世，你无法生活在一个孤立的空间，无论我们将怎样度过漫漫人生，选择什么样的生活方
式，实现什么样的目标，都不可避免地要与他人交往、沟通以及相处。在今天这样的信息时代、文明
社会，探讨学问、接洽事务、交换信息、传授技艺，还有交际应酬、传递情感和娱乐消遣都离不开口
才。另外，看一个人是否有力量，这种力量能否表现出来，在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他说话的能力。因
此，成为一个会说话的人，也许是生命中最基本、最重要的一件头等大事。　　善于说话的人，可以
流利地表达自己的意图，也能把道理说清楚、动听，使别人乐意接受。有些人口若悬河、出口成章—
—金玉良言、绝词妙句、豪言壮语、警世箴言，真是善言健谈。又有些人信口雌黄、搬弄是非，制造
多少废话、蠢话。在说话的背后，体现了一个人全部的品格、修养、才学和城府。言语是思想的衣裳
，在粗俗和优美的措辞中，展现不同的品格，在不知不觉，有意无意间为别人描绘自己的轮廓和画像
。　　一个会说话的人，他知道什么时候该说，什么时候要说，什么时候能说，什么时候必须得敢说
。因为会说话的人知道光干不说是不可能成就大事的，他们还知道在必须要说时要善于说，善于将自
己的意图清楚地表达出来，让对方了解、明白。会说话的人能说会道，善于说服。会说话的人说话训
练有素；会说话的人说话大方得体；会说话的人说话机智幽默；会说话的人说话懂得分寸；会说话的
人说话注意场合；会说话的人说话因人而异；会说话的人说话委婉含蓄。会说话的人懂得说什么话能
让对方高兴，让对方喜欢听。会说话的人因此而左右逢源，成为人际交往的宠儿，成就自己事业和生
活得更高目标。　　要想成为一个会说话的人并不难，口才不是先天造就的，完全可以通过自我训练
来提高。　　本书从提高口头表达能力出发，归纳、总结了各种说话技巧，这些技巧涉及生活的不同
方面，明确地阐述了如何掌握说话的艺术，如何让自己的话深入人心，以达到别人对自己赞同和认可
的目的。与以往同类书的不同之处就在于，它具有更强的针对性，对于生活和工作中与人交流经常遇
到的各种情况需要施展口才技巧的环节，逐一进行了精当的讲述，提供可行的参考、有益的提醒、贴
切的解答，充满了智慧的火花。这些内容接近实际，读过之后印象深刻，在遇到类似情况时，只要稍
加回想，举一反三，就能轻松驾驭和运用，将书中的内容信手拈来，遇到的难题便迎刃而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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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话有艺术》

内容概要

《说话有艺术:如何把握你的说话技巧》内容简介：说话的艺术可以体现一个人的学识、气质、修养、
智慧。会说话，显出你的学识，未来前途会是一片光明；会说话，显出你的气质，更会拥有持久不衰
的魅力；会说话，显出你的修养，会使你在别人眼中的分量和地位随之提升；会说话，显出你的智慧
，使你能更好地立足于社会，有所发展，有所壮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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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话有艺术》

书籍目录

第一章 说话有艺术——成为受人欢迎的说话高手第一节 说话就说让人高兴的话——赞美不离口恰到
好处地恭维别人练就三板斧，说好开场白多说“我们”少说“我”我记得你的名字适时应景的寒暄第
二节 说话就用讨人喜欢的字眼——甜言蜜语物往贵处讲，人往年轻说改变语言顺序，表达最佳意思表
达方式和内容同样重要增加你的亲和力说话幽默，人见人爱第二章 说话有技巧——赢得好人缘的说话
术第一节 训练有素，会说话要从基本功练起准确的用词让语言生色修辞和比喻让语言生动又丰富语气
和语调助你完善语意节奏调节出的语言魅力第二节 学会倾听——能说还得会听打开耳朵用心听争论不
休，不如保持沉默调动他人说话的积极性第三节 肢体语言——让身体替你说话体态就是信息用手传递
的信息怎样握手才得体坐有坐相站有站相走有走形不受欢迎的坏习惯第三章 说话贵攻心——直击人心
才是上策第一节 察言现色——吃透对方再开口见什么人说什么话动嘴之前先看脸逢人只说三分话，不
可全抛一片心遇到不爱讲话的人第二节 少说废话——要说就说有用的话简练才是美该死的唠叨讨厌的
口头禅第四章 说话有方圆——三寸之舌助你左右逢源第一节 左右逢源——求人办事会说场面话直说
不如婉求，劝导不如诱导求人办事说好话面对拒绝怎么应对第二节 恰到好处——把握与人交流的方向
盘客户无法拒绝的开场白“甜言蜜语”得来甜蜜爱情说“分手”也有学问第五章 说话有分寸——灵活
掌握语言艺术第一节 迂回诱导_轻松巧妙说服他人“温柔”地说服利用逆反心理的说服让故事为你的
说服开道给说服铺好台阶第二节 委婉含蓄——遇到矛盾少争辩回避矛盾，不走寻常路有理可寻，委婉
反驳面对恶语，从容反击遭遇误会，让解释更有效第六章 说话看场合——语随境变的说话技巧第一节
勇敢开口——张嘴就要获得对方的好感不再害羞，勇敢开口我叫“不紧张”把自己激励成超人既要做
得好，更要说得出第二节 漂亮亮相一第一印象很重要寻找共同点真诚是最闪光的名片第三节 随机应
变——纵横驰骋谈判战场是谈判不是争斗轻松化解沉重气氛巧妙地进行试探第七章 说话避雷区——说
话一定要注意的禁忌第一节 小心谨慎——警惕说话中的雷区寻找安全话题该说的一句不能少，不该说
的一句不能多别人的污点不是你失礼的借口适时插话的技巧别让过分的炫耀惹麻烦道人是非不可取第
二节 及时补漏——发现错了就马上补救让道歉成为高明的补漏剂将错就错，完美补过淡化失误言辞主
动认错，赢得主动权来者不善，去其锐气替人解围，不做背后的“和事佬”第八章 说话有原则——能
说会道也要遵守原则与底线第一节 有效拒绝——该说“不”时要说“不”直接拒绝有技巧含蓄地说“
不”学会说善意的谎言第二节 鼓励与批评-一个都不能少鼓励的魔力良药可以不苦口直言批评的九大
原则婉言批评的八大策略

Page 4



《说话有艺术》

章节摘录

　　在人们的印象里，“赞美”与“恭维”是一对孪生兄弟，好像没什么差别。其实不然，这两者之
间还是有一定区别的。一般来说，赞美是针对你发现的对方优点而言，而恭维则不一定是对方真正的
优点。因此，有时恭维显得有点儿虚情假意，有时被人们称为“讨好”、“阿谀奉承”、“溜须拍马
”、“戴高帽”、“献媚邀宠”等，常被人们所鄙视。其实，这都是“不恰当的恭维惹的祸”。有时
，因为恭维话说得过于低俗、过于频繁，就会引起人们的反感，而那些上等的恭维不仅能起到化解紧
张关系的作用，还可称为一种艺术。　　钱钟书先生有一年冬天访问日本，在早稻田大学文学教授座
谈会上做《诗可以怨》的演讲。面对众多神情各异的日本学生，钱先生不慌不忙地说了这样的开场白
：　　到日本来讲学，是很大胆的举动，就算一个中国学者来讲他的本国学问，他虽然不必通身是胆
，也得有斗大的胆。理由很明白简单：日本对中国文化各个方面的卓越研究，是世界公认的；通晓日
语的中国学者也满心钦佩和虚心采用你们的成果，深深知道要讲一些值得向各位请教的新鲜东西实在
不是轻易的事。我是日语的文盲，面对着贵国“汉学”等文化的丰富宝库，就像一个既不懂号码锁、
又没有开撬工具的穷光棍，瞧着大保险箱，只好眼睁睁地发愣。但是，盲目无知往往是勇气的源泉。
意大利有一句嘲笑人的惯语，说：“他发明了雨伞。”据说有那么一个穷乡僻壤的土包子，一天在路
上走，忽然下起小雨来了，他凑巧拿着一根棒和一方布，人急智生，他用棒支撑方布，遮住头顶，到
家时居然发现自己没有被淋湿。他自我欣赏之余，觉得也对人类做出了贡献，应该公之于世。他风闻
城里有一个发明品专利局，就兴冲冲拿着棒和布赶进城去，到专利局里报告和表演他的新发明。局里
的职员听他说明来意，哈哈大笑，拿出一把雨伞来，让他看个仔细。我今天就仿佛那个上专利局的乡
下佬，孤陋寡闻，没见识过雨伞。不过，在找不到屋檐去躲雨的时候，棒撑着布也不失为应急的一种
有效办法⋯⋯　　这段谦虚的开场白，先是讲对日本汉学研究，中国人不敢等闲视之，即使是中国专
家在日本讲中国学问，也要对听众的水平做最充分的估计。后讲自己不通晓日语，除了有勇气之外，
没什么资本。然而，这两方面的内容以巧妙的自谦自嘲恭维了日本的听众，不着痕迹、不动声色，使
人浑然不觉，又富有新意、表述恰当，真可谓恭维话中的经典。　　当然，我们不可能人人都能达到
钱钟书那种程度，也并不是所有的恭维话都必须那样深刻经典，生活中更多说恭维话时都是简简单单
的，只要动一点儿小脑筋即可。　　有位生性高傲的处长，人人都说他很难接近，表情生硬冷漠。有
位外地来的办事员事先打听到他的脾气，一见面就微笑着递了一支烟说：“处长，您好，没来之前心
里直打鼓，结果我一进门就有人告诉我，处长是个爽快人，办事认真，工作效率高，对外地人也特关
照。我一听，心里算踏实了。我就爱和这样的领导打交道，痛快！”这几句开场白，把处长捧得脸上
立刻露出一丝笑容，接下去谈的正事，自然也比较顺利了。　　这位办事员的成功便得益于开头的那
几句漂亮的恭维话。他先把对方抬起来，使高傲者不自觉地维护起在对方心里的美好形象，从而变得
和蔼可亲起来了。　　无独有偶，在民间也有一则关于“恭维”的小笑话。　　某君是“拍马屁”的
专家，连阎王都知道他的大名。死后他见到阎王，阎王看到他便拍案大怒：“我最恨你这种马屁精了
。”此人忙叩头回道：“因为世人都喜欢听恭维话，大王您公正廉明，谁敢拍您的马屁呀。”阎王听
了，连说：“这倒也是，谅你也不敢拍我的马屁。”　　这则小笑话颇具讽刺地说出了这样一个事实
，不管是人是鬼，谁都是愿意听好听的，只要你恭维得有分寸，不流于谄媚，不伤人格，说些“美丽
的谎言”还是会讨人欢心的。可见，戴高帽、说恭维话与赞美别人一样，都是每个人应该学会的社交
手段。恭维话除了与赞美相同的原则和特点外，还有些要格外注意的独特之处：　　（1）恭维人的
话在精不在多　　有位人际学家曾说过：“别像一个暴发户花钱那样，大手大脚地把高帽扔得到处都
是。”的确，恭维人的话在精不在多，说好了一句胜过百句，说得没有技术含量，再多也没有效果，
而且，过多过滥的恭维话必定毫无特点，听多了对方会觉得不自在，觉得你是虚情假意。如果你对每
个人都花言巧语，你的信任度也会受到影响；同时，恭维过多也不利于交谈，本来紧凑的谈话如果频
频出现“好聪明”、“好有能力”，对方频频表客气，谈话的气氛必然被破坏，往往无法顺利进行。
　　（2）“拍马屁”别拍到马蹄上　　戴尔·卡耐基说：“赞美的话会因场合不对，没有说中要点
，或时机不对⋯⋯而收到相反的效果。与其那样，还不如什么都不说为好。”　　有一次，大仲马去
俄国旅行，来到一座城市，他决定去这个城市里最大的书店去逛逛。　　这家书店的老板听到这个消
息，想借此机会设法做点儿让这位法国著名作家高兴的事情，以备以后宣传之用。于是，他让员工把
所有的书架上全摆满大仲马的著作。　　大仲马到了以后，老板陪着他转，见到书架上全是自己的书
，很吃惊。　　“其他作家的书呢？”他迷惑不解地问。　　“其他作家的书？⋯⋯”书店老板一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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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话有艺术》

不知所措，说道，“全⋯⋯全都卖完了！”　　书店的老板本来是想恭维和讨好大仲马，结果闹了个
大笑话，得到了相反的效果，这就是因为恭维过度，“拍马屁”拍到了马蹄上。　　（3）明目张胆
不如无声无息　　清朝刊印《二十四史》时，乾隆非常重视，常常亲自校核，每当校出一个差错来，
都觉得很有成就感。狡猾的和坤和其他一些大臣为了迎合乾隆的这种心理，就在书稿中故意抄错几个
字，以便让乾隆校正，哄皇上开心。　　这个无声无息、不着痕迹、奇妙的方法比当面奉承他学问深
高明得多，也自然收到了更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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